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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不如身行，

生氣不如爭氣，

妒他不如學他，

認命不如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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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勞，從貪欲起，

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八大人覺經》

「生死疲勞」，我們生了要

死，死了會再生，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在五趣六道流轉輪

迴，辛苦又疲勞。人生就像一

個車輪，在生死大海裡輪轉不

已，備受勞苦。

「從貪欲起」，人是貪欲的

奴隸，為了貪財好色、貪享受

、貪世間上的功名富貴，這個

也要、那個也要，這個也想、

那個也想，人的貪欲無窮無盡

，但是能滿足欲望的東西，卻

很有限。所以人實在很可悲，

即便是英雄好漢，再怎麼偉大

的人物，其實都是貪欲的奴隸

，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甘願

在世間做牛做馬。要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呢？

「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我們要學習做一個少欲的人，

不要太擴大自己的欲望。金錢

，夠用就好；衣食吃穿，飽暖

就好；居住的空間，能夠遮風

擋雨就好，所謂「人到無求品

自高」，無求的境界就是無欲

的境界。人在世間生活，能夠

減少一分的欲望，就可以多一

分的安心；人能減少欲望，品

格自然高尚，苦惱也會減少。

你看，歷來那些功名場中、

坐賈行商的人物，即使做到宰

相、皇帝，也不過數十年的歲

月；一個人享盡山珍海味，滿

足了口腹之欲，也不一定快樂

，反倒粗茶淡飯裡有更多的美

味！

當然，佛教並不是絕對地要

人禁欲，而是要人遵行中道的

態度：對於親友眷屬、生活資

用等欲望固然不可放縱，但在

人間的生活也無法完全脫離，

因此要我們以智化情，以善法

欲來遠離煩惱欲。

道家也講究「清淨無為」，

真正能幹的人，是無為而治、

無為而做，但不是懶惰懈怠，

而是隨順、隨緣、隨心、隨喜

。做一個少欲的聖賢，做一個

無為的能者，隨緣而作，隨喜

而住，不計較、不執著，遠離

貪欲的束縛，沒有生死的疲勞

，人生自然會感到安然自在！

【人間社記者王桂卿日惹報導】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法駕印尼，展

開為期一星期的印尼關懷之行。心

保和尚首站法駕印尼佛教學院，3
月11日上午為佛學院主持招牌揭幕
儀式，心保和尚鳴鑼祝福：「佛光

普照，法輪常轉，招生滿滿！」為

印尼佛教學院掀開歷史新篇章。

心保和尚感謝印尼佛教聯合會總

會長鄒麗英的護法護教，惠借場地

設立印尼佛教學院，開啟培養弘法

人才的搖籃。

僧信齊心招生 

培育弘法人才

心保和尚也感恩佛光山開山祖師

星雲大師留下很多的好因好緣，加

上大家的努力與發心，因緣具足促

成印尼佛教學院的成立。看到來自

印尼、馬來西亞的法師、功德主和

佛光親屬，特別前來護持印尼佛教

學院，令人感動。

心保和尚表示，「透過大家的發

心，讓學生有機會來學佛，功不唐

捐，希望佛學院在大家的護持之下

，能夠愈來愈好，學生愈來愈多。

未來在僧信二眾的集體創作之下，

印尼佛教學院可以辦得有聲有色，

為佛教培養更多弘法人才」。

印尼佛教學院院長覺誠法師表示

，今天帶著一個非常感動的心，圓

了星雲大師的夢，因為大師一直強

調要以教育培養人才。

覺誠法師說，在12年前第一次踏

足日惹，發覺這個地方原來是佛教

其中一個發源地──婆羅浮屠，具

有辦佛教教育的潛能，在因緣具足

之下，由印尼佛教總會總會長鄒麗

英及夫婿傅正寬免費借出於馬格朗

的觀音禪寺，作為佛教學院校舍

用途，並於去年12月獲得印尼法律
部長批准，正式註冊「印尼佛光

山佛教基金會（Yayasan Buddha Fo 
Guang Shan Indonesia）」。
「佛光山印尼佛教學院自去年開

辦預備班以來，為學院的正式開學

奠定了基礎。」覺誠法師歡喜表示

，其中4位已經順利地在佛光山叢
林學院就讀，兩位也已經剃度。今

年首屆開學共迎14位學生入學，就

如心保和尚的祝福，希望未來的佛

學院招生滿滿。

毗鄰婆羅浮屠 

辦學意義深遠

印尼佛教學院位於中爪哇日惹馬

格朗，與聞名世界的佛教遺址婆羅

浮屠毗鄰。千年前，這裡曾是佛教

興盛的聖地，而今印尼佛教學院在

此成立，更顯得意義深遠，肩負培

養弘法人才，也承載復興印尼佛教

的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山叢林學院

院長妙南法師和叢林學院男眾學部

副院長慧屏法師，也都親臨見證佛

光山第17所佛教學院的誕生。

⬆心保和尚（前排右1）與覺誠法師（前排左1）為印尼佛教學院主持招牌揭
幕儀式。 圖╱人間社記者王桂卿

⬆心保和尚（第2排中）3月11日法駕印尼佛教學院，與印尼佛教學院院長覺
誠法師（第2排左5），偕佛光山叢林學院、印尼佛教學院師生，以及來自印

尼、馬來西亞的功德主和佛光親屬合照留影。 圖╱人間社記者王桂卿

前陣子，位於南海路的台灣工藝

中心，舉辦了「工藝遶境」大展，

其中有一作品是林佑駿先生的玻璃

燒製作品「犀望」，頗有意味。

五隻精雕燒製的玻璃小犀牛作品

，取名「犀望」，因為犀牛代表力

量，人類要有各種生存的力量，生

活才有希望。又犀牛現在是瀕臨絕

種的動物之一，也值得人類去關懷

，因為只有生生不息的萬物共存共

榮，地球才能永續發展。

日前台東輕旅行，意外在金針花

的故鄉，嘗到一道金針花涼拌菜，

跳脫煮炒的框框，更凸顯出它的特

色。

一向喜歡金針花，別有風味的清

香、清脆的口感，經常拿來入菜，

做湯、炒菜加個一小撮，整道菜就

增色不少。

細細品嘗，這道金針花涼拌菜，

只是簡單的台式泡菜調味，加了薑

絲，應該是用白醋、米霖、糖、鹽

調味，有機會一定要試做看看。

金針花營養價值高，富含蛋白質

、維生素A、B1、B2等，有忘憂
安眠功效，而有忘憂草之稱，不過

最好選購顏色不過於鮮豔、沒有刺

鼻硫磺味的乾燥金針花。

無硫金針花簡單清洗，浸泡熱水

3分鐘，撈起瀝乾水分備用，即可 涼拌或清炒。

穿上超人披肩

股起勇氣踏出第一步

走向大樹溫柔的懷抱

看見樹對我說話

還發現好多朋友

原來大家都需要彼此

探索未知的世界

＊圖中詩句引自客語女詩人

杜潘芳格詩作〈樹的話〉

台東鹿野童話小屋，充滿繽紛色

彩像似魔法屋的獨特造景，原來是

親子廁所。外觀擺設許多可愛、有

趣的動物，身處於青山綠意中格外

亮眼醒目，堪稱全台最美公廁。若

有機會來此一遊，別忘一探究竟。

【人間社記者心昭聖保羅報導】

2025年巴西如來佛學院第17期短期
研修班，於3月15日正式開學，學
員報到率達100%。本期共有15位
學員，來自聖保羅、里約、米納斯

吉拉斯州、塞阿拉州及巴拉那州，

其中包括博士、碩士、大學生，以

及物理學者、企業家、工程首席執

行官、教師、圖書館管理員、美食

技師、瑞克治療師等各界人士。

教務有謙法師做進堂說明，強調

內務整理的重要性，摺棉被在佛教

中象徵「內外清淨」，外在環境的

整潔反映內心的清明。整理內務不

僅是對生活空間的管理，更是對內

心的調整，以保持平靜與有序。

巴西如來佛學院第17期 報到率百分百

接著，Felipe老師教授漢音拼音
，以幫助學員理解如何誦讀經本。

Andre學長教授佛門行儀，包括穿
著海青、問訊、三拜及行住坐臥等

禮儀。

晚間開學典禮上，佛學院院長妙

佑法師歡迎學員回到慧命之家，勉

勵大家要將心態歸零，放下成見，

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智慧法水。學習

佛法需虛心學習，以接受代替抱怨

；過多質疑規矩的合理性或過度詢

問，反而會成為修行的障礙。在學

習過程中，遵守規矩與戒律至關重

要，如同在家庭環境中，父母會教

導子女基本行為規範；在佛學院，

則由師長和學長協助學員逐步適應

佛門規矩。修行的核心在於心性的

淨化與智慧的開展，唯有放下執著

、虛心接受，才能深入體會佛法真

諦。

來自里約熱內盧的Luis是一名工
程首席執行官，他在當地得知如來

佛學院的課程後決定報名，希望透

過1個月的生活學習，深入了解正
信及正規的佛法。來自聖保羅的

Elienos則是一位物理博士，在研究
物理學的過程中，曾思考如何讓人

生與生命更具意義。他希望透過佛

法的理論，在科學與佛學之間取得

平衡，讓自己的人生更加圓滿。

⬆第17期巴西如來佛學院開學典禮師生大合照。

➡開學典禮巴西如來佛學院院長妙佑法師勉勵學員。

➡有謙法師教導學員摺疊棉被。 圖╱如來寺提供


